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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21649《粒度分析 图像分析法》的第1部分。GB/T21649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静态图像分析法;
———第2部分:动态图像分析法。
本文件代替 GB/T21649.1—2008《粒度分析 图像分析法 第1部分:静态图像分析法》,与

GB/T21649.1—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术语“(图像)对比度”(见3.1.3);
———增加了符号x10,3和x90,3(见3.2);
———增加了样品制备方法的说明(见5.5);
———增加了重叠测量框的分析方法(见8.3.3);
———增加了图像失真识别(见10.2.2);
———增加了“准确度”章节(见第11章)。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13322-1:2014《粒度分析 图像分析法 第1部分:静态图像分析法》。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颗粒表征与分检及筛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6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弗尔德

(上海)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市八六三新材料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雁栖湖基础制造技术研究院(北京)
有限公司、长兴隆盛钙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粤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中平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芯体素(杭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中国计量科学研

究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仪思奇(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肥鸿蒙标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计

量大学、山东理工大学、北京粉体技术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原、王瑞青、王鑫、侯长革、孙永康、罗惠军、郑赟、董亮、李晨、佟莉、陈寿、

周南嘉、刘俊杰、毛璐、马荣、常怀秋、朱晓阳、杨正红、窦晓亮、朱培武、刘伟、周素红。
本文件于2008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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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旨在为图像分析法测定粒度提供指导。
图像分析法是一项在不同应用领域广受欢迎的技术。本文件给出了所用技术及其验证的标准化

描述。

GB/T21649中的本部分并不特指具体仪器,仅限于与粒度分析精度相关的图像采集部分。
本文件描述包括了多种校准检验方法,推荐使用标准格栅作为粒度校正标尺。
但是,测量已知粒度的颗粒,如认证研究过的颗粒或其他标注物质,可以估算仪器引入的可能的系

统不确定度。
从样品分样到得到最终结果的分析过程中,每一步引入的误差都累计到总的测量不确定度中,所

以,估算每一步产生的不确定度是非常重要的。
为保证所做的测量与本文件一致并可以溯源,本文件中规定了基本操作。

GB/T21649由两部分组成,分别以静态图像和动态图像两种情况对图像分析法进行规定。
———第1部分:静态图像分析法。规定了待测颗粒速度相对于成像设备光学系统的轴速度为零时

的,以测定颗粒粒度分布为目的的图像分析方法。方法仅规定通过完整像素计数法分析图像

的方法。
———第2部分:动态图像分析法。规定了将图像从具有相对运动的粒子传输到实际系统中的二进

制图像的方法,其中图像中的粒子被单独分离。
第1部分表征对象为静止颗粒,图像精度高,但颗粒对象少;第2部分表征对象为运动颗粒,可以测

量更多数量的颗粒,但颗粒运动会造成图像模糊,影响分析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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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分析 图像分析法

第1部分:静态图像分析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待测颗粒相对于成像设备的光轴速度为零时,用于测量颗粒粒度分布的图像分析方

法。良好分散待测颗粒并固定在测试仪器的物面上。通过移动载物台或摄像头,仪器的视场可以实现

对物面上颗粒图像的采集,同时又不会引起颗粒图像的运动模糊。随后对图像进行分析。

本方法适用于通过光学或电子检测系统获取的数字图像分析。本方法并不涉及获取图像的方

法,尽管检测参数设置与校准对颗粒粒度测定的准确度影响很大。本方法仅涉及通过完整像素计数法

分析图像的方法。

粒度分布的类型(基于数量或是体积)和分布宽度对为确保在指定的置信区间内取得预期的测试准

确度所测定的颗粒数量,具有很大影响。实例见附录A。

为使测量的颗粒数足够多,从而实现所要求的测量精密度,可以采用自动分析技术。

本文件不涉及样品制备。为确保试验结果的准确度和精密度,待测颗粒的采样、分散和代表性取样

都是操作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环节。
注:关于采样和样品制备的细节详见ISO14887和ISO14488。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ISO9276-1 粒度分析结果的表述 第1部分:图形表征(Representationofresultsofparticlesize
analysis—Part1:Graphicalrepresentation)

注:GB/T15445.1—2008 粒度分析结果的表述 第1部分:图形表征(ISO9276-1:1998,IDT)

ISO9276-2 粒度分析结果的表述 第2部分:由粒度分布计算平均粒径直径和各次矩(Repre-
sentationofresultsofparticlesizeanalysis—Part2:Calculationofaverageparticlesize/diameters
andmomentsfromparticlesizedistributions)

注:GB/T15445.2—2006 粒度分析结果的表述 第2部分:由粒度分布计算平均粒径/直径和各次矩(ISO9276-

2:2001,IDT)

ISO14488 颗粒材料 颗粒特性测试中的抽样和分样(Particulatematerials—Samplingandsam-

plesplittingforthedeterminationofparticulateproperties)

3 术语、定义和符号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

GB/T21649.1—2024/ISO13322-1:2014




